


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点 2014年获得招生资格，2015年开始招生，

下设六个领域：农艺与种业、畜牧、渔业发展、食品加工与安全、资

源利用与植物保护和农村发展（非全日制）。其中，资源利用与植物

保护领域和农村发展领域 2021年获得招生资格，2022年开始招生。

现共有在校生 443人（其中 20级畜牧 29人、渔业发展 12人、食品

加工与安全 36人、农艺与种业 41人；21级畜牧 41人、渔业发展 20

人、食品加工与安全 45人、农艺与种业 44人；22级畜牧 40人、渔

业发展 20人、食品加工与安全 44人、农艺与种业 39人、资源利用

与植物保护 8人、农村发展 24人）。

本学位点依托国家三农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立足粤港澳大湾区，

针对华南地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在农艺与种业、畜牧、渔业发

展、食品加工与安全、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农村发展等领域培养具

有较强专业实践能力和良好职业素养的创新型、复合型及应用型高层

次专门人才，服务我国农业绿色发展、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结

合学校“立足佛山、服务广东、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办学定位，以

“高校+高端研究院所+龙头企业”为特色发展模式，面向国家粮食和食

品安全、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战略，以立德树人、服务三农、

提高质量和追求卓越为主线，按照需求导向、尊重规律、协同育人、

统筹推进基本原则，为农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

撑。依托广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和广东省重点实验室，以第二轮



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为契机，实施农工结合、学科交叉，深耕科、产、

创三教融合，培养掌握“从土地到餐桌”全产业链关键技术的高层次应

用型专门人才。

（二）学科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主导的“农学学科”首次入选 2022软科世界一流学科

排名，世界排名 301-400位，中国排名 56-67位。与国内南开大学、

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暨南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 13所学校在

同一排名段。这是我校有史以来“农学学科”的最高排位。此外，以

本学位点为核心力量的“植物与动物科学”学科首次进入全球 ESI

排名前 1%。

学位点下设六个领域：

（1）农艺与种业

华南地区是我国花卉、主栽农作物、特色蔬菜、热带水果生产基

地和集散地，该领域依托国家三农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立足粤港澳

大湾区，抓住华南地区农业产业优势，紧密结合华南优质安全高效农

产品供应，有力支撑绿色园艺产业发展。其中，针对华南地区夏季高

温、病虫害频发，及酸性土壤铝毒、微量元素缺乏和重金属污染等问

题，该领域重点发展了园艺作物遗传与育种、园艺作物生态栽培和园

艺作物质量与安全等鲜明特色的学科方向。目前，已审定 3个优质耐

热甜玉米新品种及佛源秋茄 2号等多个新品种，并获得佛山市科学技

术奖励一等奖和广东省农业推广奖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料及水产种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方向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水产

动物疾病防控建立了广东省草鱼抗病选育与质量安全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积极探索病害防治技术与新药研发。在水产新品种培育与推广

方面与当地多家企业合作培育推广太阳鱼及罗氏沼虾养殖，获得了广

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方向与当地多家企业

合作研发名优、名贵高档淡水养殖水产饲料，饲料转换率高，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水产种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向对广东

省内及华南地区水产种质资源进行生物多样性研究，发现了华南地区

虾类新品种，所指导的研究生申请专利 20多项，发表了高水平研究

论文。

攻读农业硕士专业学位渔业发展领域研究生完成所有要求的课

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成绩合格，取得规定学分；完成培养方案中

规定的所有环节，且全部考核合格；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

评阅和答辩；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授予农业硕士专业学位，

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未达到学位授予条件而达到毕业要求

者，准予毕业，获得毕业证书。

（4）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

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以发展现代农业和食品产业为宗旨，为相关

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

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独立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经过 7年的建设已逐步形成

以下特色研究方向：食品安全与营养；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食品



科学。

食品工业是佛山市大力发展的支柱产业，拥有全产业链食品企业

8-10万家，食品工业生产总值约占全市生产总值的 1/7。除了“海天

味业”、“百威”、“红牛”、“维他奶”等知名企业，还有大量中

等规模以上食品企业，新食品安全法出台后明确企业主体责任，这些

企业的研发和管理部门急需大量食品专业高级人才。目前广东省食品

产业研究生以上人数仅为 1.5%，佛山为 1.14%，食品专业人才短缺。

学位点通过与佛山市行业协会建立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积极服务地

方企业龙头。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扎根本地食品产业，积极参与食品

安全社会共治，产教融合培养懂技术、精检验、善管理的应用型高级

人才。

攻读农业硕士专业学位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研究生必须完成培

养方案中规定的环节，考核合格，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的评阅和答辩。

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考查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

解决养食品加工与安全实际问题的能力；审查学位论文工作的技术难

度和工作量。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

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授予农业硕士专业

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5）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本年度完善了培养方案，主要为粤港澳

大湾区土壤肥料、植物保护领域相关行政部门、行业与企事业单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培养精技术、懂经营、会管理的应用型、复合型



高层次专业技能人才。目前，主要围绕华南地区土壤酸化、缺素、重

金属污染等环境问题，大量工农业废弃物的处理问题，以及粮食、蔬

菜、瓜果等园艺作物病虫害等方面开展工作，在植物耐铝、耐盐机制、

重金属低积累植物选育、农业面源与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作物病虫

害预警与治理、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及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方

面取得显著研究成果。近 5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3项（含国际

合作重点项目 1项）、科技部千人计划科研专项经费 1项(400万）、

十三五重点研究计划子课题 4项等国家级项目 13项，科研经费 1511

万元，发表 SCI论文 50余篇（含 1篇 Nature，1篇高引论文）。

（6）农村发展领域（非全日制）

该领域旨在培养能够掌握农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发展

规划等学科的农村发展理论和知识、能够运用其中的工具和工作方法

对农村发展问题进行分析和应对的实践型、应用型和专业型的高层次

农村发展专门人才。

紧密围绕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聚焦我校农村发展领域“培育华南

食农产业”专业型人才定位，一方面坚持应用导向，深化产教融合。

2022年认真总结科技小院人才培养模式，成功申报广东梅州金柚和

广西贵港生猪两个国家级科技小院，为人才培养实践和案例教学实施

建立了产业基础。依托我校作为广东 4家涉农高校最早开展职业农民

培训十几年经验，继续在高素质职业农民培训和农业高级经理人培训

领域深耕，把农民培训和乡村建设紧密结合，通过第一届全国预制菜

产业大会的成功举办，联合佛山市农业产业联合会、佛山市预制菜产



业联盟，成立高品质预制菜产业联合博士工作站。同时，2022年在

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我校《饭知

交——预制菜单人单餐领军品牌》项目获得国家级银奖，创新了产教

融合模式；另一方面坚持目标导向，夯实质量评估。培养能够掌握农

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发展规划等学科的农村发展理论和知

识、能够运用其中的工具和工作方法对农村发展问题进行分析和应对

的实践型、应用型和专业型的高层次农村发展专门人才。

（三）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2022年，农业硕士为保证生源质量，一方面学位点利用线上和

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不断提高宣传力度；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导师队伍

建设，通过引进人才和进修方式提高导师队伍水平。℀源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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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11 人，就业率 100%；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已经落实就业人数

33人，就业率达 89.2%。

表 1 2022年农业硕士招生报考数量

专业领域
第一志愿报

考人数

第一志愿录

取人数

第一志愿录取

比例
最终录取人数

畜牧 37 19 51.35% 40

渔业发展 8 1 12.5% 20

食品加工与安全 47 21 44.68% 44

农艺与种业 12 5 41.67% 40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

护
3 2 66.67% 8

农村发展 25 7 28% 24

本年度学位点研究生第一志愿报考人数 132人，录取 55人；招

生人数再创新高，共招收 176 人，其中畜牧 40人，渔业发展 20人，

食品加工与安全 44人，农艺与种业 40人，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8人、

农村发展 24人。截至目前，学位点共有在校生 443人，留学生 3人。

下半年学位点招生一志愿报考人数 298人（其中农艺与种业 31人、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5人、畜牧 34人、渔业发展 15人、食品加工与

安全 90人、农村发展 110人），相比上一年增长 131％。

（四）研究生导师状况

农业硕士学位点共有校内导师 101人，其中，正高级 36人，副

高级 34人，高级以上职称占比 69%；具有博士学位 87人，占比 86%；

45岁以下者 54人，占比 53%。



表 2 学位点研究生校内指导教师情况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25岁及

以下

26至 35
岁

36至 45
岁

46至 59
岁

60岁及

以上

博士学位

教师

硕士学位

教师

正高级 36 0 1 3 29 3 30 5

副高级 34 0 4 15 15 0 25 9

中级 31 0 20 11 0 0 32 0

总计 101 0 25 29 44 3 87 14

通过引进具有企业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加入导师队伍，不断推进“双

师型”导师队伍建设，现有校外兼职导师 107人。鼓励现有导师充分

利用社会、企业以及行业资源，目前 100%导师具有实务工作经历，

50%以上导师具有企业合作或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经验。在“双导师”

制的基础上，提出了“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基地导师”的导师组制，创

新了研究生的培养模式。

表 3 各领域学术骨干教师情况

领域名称 农艺与种业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位 是否博导 备注

1 聂呈荣 教授 博士 否 学术骨干

2 曹毅 教授 博士 否 学术骨干

3 喻敏 教授 博士 否 学术骨干

领域名称 食品加工与安全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位 是否博导 备注

1 曾新安 教授 博士 是 学术骨干

2 刘阳 教授 博士 是 学术骨干

3 黄桂东 研究员 博士 否 学术骨干



领域名称 渔业发展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位 是否博导 备注

1 于辉 教授 硕士 否 学术骨干

2 杨映 副教授 博士 否 学术骨干

3 陈言峰 副教授 博士 否 学术骨干

领域名称 畜牧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位 是否博导 备注

1 李华 教授 博士 是 学术骨干

2 李英 副教授 博士 是 学术骨干

3 苟潇 教授 博士 是 学术骨干

领域名称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位 是否博导 备注

1 谢尔盖 教授 博士 是 学术骨干

2 冯英明 副教授 硕士 是 学术骨干

3 宋元鏞 教授 博士 否 学术骨干

领域名称 农村发展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位 是否博导 备注

1 李锐 副教授 硕士 否 学术骨干

2 钟先锋 教授 博士 否 学术骨干

3 蔡志全 研究员 博士 是 学术骨干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研究生教育

教学全过程，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新格局，切实

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统一的理念贯穿研究生教育教学的全过

程。在 2022级新生中开展了新生入学教育和新生学术道德教育，学

院党委书记为研究生支部上专题党课 2次。在开设《自然辩证法》

理









分，实践训练 6 学分。

渔业发展领域：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

年，非应届本科毕业生实践时间不少于 6个月。全日制学生实践训练

不少于 6个月。总学分不少于 31.5学分，ޠ训践教



潜在能力。同时，不断加强案例教学在课程中的比重，目前农业学位

点六个领域均有课程采用案例教学，通过导入案例、将案例分析和模

式总结引入课堂，积极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分析解决问题。为保证教

学质量，学位点一方面通过教学督导听课及时反馈教学情况，

反反馈通丨ę쀀情



农艺与种业

现代植物生产理论与技术 聂呈荣

现代农业发展与实践案例 曹毅

现代草业科学与技术 喻敏

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 聂呈荣

植物营养学研究进展 喻敏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高级试验设计与生物统计 曾鹏

植物有害生物综合防控 陈文胜

农化产品高效利用与管理 陈文胜

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与应用 喻敏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技术进展 喻敏

农业资源及有害生物调查与评价 陈文胜

农村发展（非全日制）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谢长青

农村社会学 李锐

农村发展规划 杨俭波

农村公共管理 甘燕飞（仇宇）

发展理论与实践 刘力辉

学习成效是持续改进的核心，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

系、师资队伍和支持条件是持续改进的路径。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中

的状态进行跟踪，例如组织听课掌握授课效果，定期座谈会形式听取

学生对课程的建议，结合中期考核、奖学金评比等综合评价学生的毕

业要求达成情况，并根据分析评价的结果持续改进教学内容、教学模

式、师资能力和支持条件。

（二）导师选拔培训

学位点严格按照《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实施细则》、《佛山科学



技术学院师德“一票否决制”实施意见》、《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硕

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与考核管理办法》把控导师遴选过程，定期

通过专题会议、专题讲座、网络培训等方式进行培训，不断提高导

师素养。以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建设导师队伍，师德师风评价与

导师遴选、职称评审、绩效考核直接挂钩。根据管理办法，学位点

只选择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思想政治素质过硬、技术水

平较高、专业实践能力强、有较高职称或职务的人担任校内/外导师。

所有导师必须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关爱学生，遵守职业道德和学

术规范，能够围绕四为方针，党建引领开展“三全育人”，切实把立

德树人做到实处。2022年，共开展导师培训两场，学位点未出现学

术不端事件和明显的导学矛盾。

在学校和二级学院党委带领下，学位点建设了一支高水平的导

师队伍。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他门全面负责研究生在校

期间的成长，关心研究生的思想、学习及生活各方面情况。学位点

形成了学生敬重导师、导师关爱学生的良好和谐育人氛围，共同取

得了丰硕成果。

（三）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学位点高度重视导师立德树人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重视导师在

研究生成人成才中的引领作用。

加强党建引领，构架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师

德师风建设是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考核指标。校党委书记任师德师风

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师德“一票否决”审查认定的领导工作；师德



师风建设办公室负责师德“一票否决”的具体实施。学校每年确定师德

师风建设月，定期召开师德师风建设专题会，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师德

师风建设实施方案，通过主题会议、专题讲座、网络培训征文、微视

频征集、观看纪录片等形式深入开展师德主题教育月活动。学校定期

开展师德师风先进集体和个人评选，开展“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我心目中的好导师”、“十佳研究生师徒”等评选，发挥身边榜样

的力量，积极引导师生学习，号召研究生导师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四）学术训练情况

2022年度，学位点研究生参与发表论文 79篇，其中 SCI论文 31

篇，研究生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62篇，申请专利和授权专利共 12项。

表 5 2022年学位点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

序

号
论文名称 期刊名 类型 排名 作者

1

Rational Programming of Cas12a for Early-Stage

Detection of COVID-19 by Lateral Flow Assay and

Portable Real-Time Fluorescence Readout Facilities

Biosensors (Basel) SCI 第一作者 易志健

2

iTRAQ-based proteomic analysis reveals the molecule

mechanism of reducing higher alcohols in Chinese rice

wine by nitrogen compensation

Annals of Microbiology

Huang et al. Annals of

Microbiology

SCI 第四作者 万新冉

3

Improved stabilization of coix seed oil in a

nanocage-coating framework based on

gliadin-carboxymethyl chitosan-Ca2+

Carbohydrate Polymers SCI 第一作者 郑文宇

4
分子动力学模拟与热稳定性实验相结合分析乙酰氨

基葡萄糖与脂肪酶相互作用机制
现代食品科技 核心 第一作者 郑敦锦

5 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壳寡糖与脂肪酶相互作用机制 现代食品科技 核心 第二作者 郑敦锦

6 紫薯花青素提取工艺及初步纯化研究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普刊 第一作者 万新冉

7 茶多酚活性膜的制备及应用进展 食品研究与开发 核心 第一作者 魏梓晴

8 酱油渣源副干酪乳杆菌体外安全性评价 食品与发酵工业 核心 第一作者 魏梓晴

9

Banana starch intervention ameliorates

diabetes-induced mood disorders via modulation of the

gut microbiota-brain axis in diabetic rats

Food and Agricultural

Immunology
SCI 前三作者 林俊铭

10 Metabolomics and water migration analysis provides Food and Agricultural SCI 第一作者 林柔敏



valuable insights into nutrient generation in Tartary

buckwheat (Fagopyrum tataricum) seed germination

Immunology

11

Synergistic strongly coupled super-deamidation of

wheat gluten by glucose-organic acid based natural

deep eutectic solvent and the efficaciousness of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ity

Food Hydrocolloids SCI 第一作者 郑文宇

12

Form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a

5-(Hydroxymethyl)-2-Furfural-Zingerone Condensate

and Its Cytotoxicity in Caco-2 Cells

Frontiers in nutrition SCI 第一作者

Frontiers

in

nutrition

13 半固态发酵苦荞黄酒工艺优化及香气分析 酿酒科技 普刊 第一作者 林柔敏

14
基于黄酮积累的苦荞萌发工艺优化及其抗氧化活性

研究
广东农业科学 普刊 第一作者 林柔敏

15 萌发苦荞粉的加工和消化特性分析 现代食品科技 核心 前三作者 谢静

16 豌豆苗无公害高效栽培技术 农业技术与装备 普刊 第一作者 伏轩仪

17
多元统计法高效筛选薏苡仁蛋白抗氧化提升肽方法

构建
福建轻纺 普刊 第一作者 杨士娣

18 丙酮醛改性对小麦醇溶蛋白功能特性及结构的影响 食品研究与开发 核心 第一作者 杨士娣

19 降胆固醇功能性食品的研究进展 食品科学 核心 第一作者 郭子楠

20 山竹壳多糖提取工艺优化及其生物活性研究 食品研究与开发 核心 第一作者 姚欣

21 黄酒生物胺的研究进展 中国酿造 核心 第一作者 刘慕妆

22 广东始兴枇杷叶总黄酮提取工艺研究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普刊 第一作者 刘慕妆

23
酱油渣中具有抑菌活性的乳酸菌的筛选及其抑菌特

性
食品工业科技 核心 第一作者 吕蕾

24 酒饼叶对豉香型白酒酒饼细菌多样性影响研究 食品与发酵工业 核心 第一作者 孙哲

25 对数生长期酿酒酵母胞内代谢情况分析 食品与发酵工业 核心 第一作者 曹凤

26
干热处理提高脱皮亚麻籽仁蛋白饮料原浆品质及其

制备工艺条件优化
现代食品科技 核心 第一作者 董思远

27 糯米酒源贝莱斯芽孢杆菌的体外安全性评价 食品与发酵工业 核心 第一作者 黄芷珊

28 抗黑曲霉乳酸菌筛选及其抑菌稳定性研究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普刊 第一作者 将木培

29 低温对连州菜心采后贮藏品质的影响 保鲜与加工 普刊 第二作者 黄彩虾

30 菜心采后生理及贮藏保鲜技术研究进展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普刊 第一作者 黄彩虾

31 不同微生物菌剂对园林废弃物堆沤效果的影响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普刊 第一作者 曾思颖

32
不同形态氮肥降低菜心吸收累积环丙沙星（CIP）的

生理生化机制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普刊 第一作者 杜明慧

33
厚朴超微粉对黄羽肉鸡生长性能、血清生化指标和

肠道菌群的影响
中国家禽 核心 第一作者 张宇煊

34

Effects of Dietary L-Theanine on Growth

Performance, Antioxidation,Meat Quality, and

Intestinal Microflora in White Feather Broilers With

Acute Oxidative Stress

FRONTIERS IN VETERINARY

SCIENCE
SCI 第一作者

Wang,

Zixi

35
Archaea: An under-estimated kingdom in livestock

animals
Frontiers in Veterinary Science SCI 第一作者 彭云娟

36 猪在不同阶段肠道微生物的变化及其对营养物质代 黑龙江畜牧兽医 核心 第一作者 聂小燕



谢的影响

37
Facile synthesis of chitosan-based nanogels through

photo-crosslinking for doxorubicin delive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SCI 第一作者 卢道强

38

Effects of three feed attractants on the growth

performance and meat quality of largemouth bass

(Micropterus salmoides).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SCI 第一作者 乐玉华

39

Zinc oxide nanoparticles (ZnO-NPs) exhibit immune

toxicity to crucian carp (Carassius carassius) by

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 (NETs) release and

oxidative stress

Fish & Shellfish Immunology SCI 第一作者 洪鸿荣

40
小麦在仔猪和生长猪上的有效能值与氨基酸消化率

的研究进展
中国畜牧杂志 核心 第一作者 何振涛

41

Effect of dietary resveratrol supplementation on

growth performance, antioxidant capacity, intestinal

immunity and gut microbiota in yellow-feathered

broilers challenged with lipopolysaccharide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SCI 第一作者 何振涛

42
不同品种、胎次、断配间隔和输精次数对母猪繁殖

性能的影响
黑龙江畜牧兽医 核心 第一作者 何健

43
Microplastics as Contaminants in Water Bodies and

Their Threat to the Aquatic Animals: A Mini-Review
Animals SCI 第一作者

Mingshi

Chen

44
牛蛙源迟缓爱德华氏菌和弗氏柠檬酸杆菌的分离鉴

定及药敏试验
黑龙江畜牧兽医 核心 第一作者 宝小雪

45

Effects of Dietary Nano-Curcumin Supplementation on

Growth Performance, Glucose Metabolism, and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in Juvenile Largemouth

Bass, Micropterus salmoides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SCI 第一作者
Xiaoxue

Bao

46

Effects of Dietary L-Theanine on Growth

Performance, Antioxidation, Meat Quality, and

Intestinal Microflora in White Feather Broilers With

Acute Oxidative Stress

FRONTIERS IN VETERINARY

SCIENCE
SCI 第一作者

Zixi

Wang

47

Effects of Fulvic Acid Addition on Laying

Performance, Biochemical Indices, and Gut Microbiota

of Aged Hens

Frontiers in Veterinary Science SCI 第一作者
Gengshen

g Xiao

48

Effects of Dietary Glycerol Monobutyrate

Supplementation on Egg Performance, Biochemical

Indices, and Gut Microbiota of Aged Hens

Frontiers in Animal Science SCI 第一作者
Gengshen

g Xiao

49

Effects of Dietary Essential Oils Supplementation on

Egg Quality, Biochemical Parameters, and Gut

Microbiota of Late-Laying Hens

Animals SCI 第一作者
Gengshen

g Xiao

50 广东清远 H9亚型禽流感的分离及初步鉴定 农业与技术 普刊 第一作者 岑明珠

51
Research progress on distribution and exposure risk of

microbial aerosols in animal houses
Frontiers in veterinary science SCI 第一作者 娄成

52 基因编辑猪的研究现状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核心 第一作者 翟利敏

53 不同日龄樱桃谷鸭屠宰性能和肌肉品质的比较研究 黑龙江畜牧兽医 核心 第一作者 李素倩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19&CurRec=1&recid=&FileName=NYYS202207030&DbName=CJFDLAST2022&DbCode=CJFD&yx=&pr=&URLID=


54 《甘薯产品营养价值及其在畜禽生产中的应用》 中国饲料 核心 第一作者 林国钊

55
《脱脂米糠的营养价值影响因素及在猪生产中的应

用研究进展》
中国畜牧杂志 核心 第一作者 林国钊

56
诃子的成分、生物学功能及其在水产养殖领域中应

用的研究进展
饲料研究 核心 第一作者 杨雨航

57 猪 TRIM21基因克隆与序列分析 现代牧业 普刊 第一作者 宋慧欣

58

Simultaneous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Largemouth Bass Virus and Rhabdovirus from

Moribund Largemouth Bass (Micropterus salmoides)

Viruses-Basel SCI 第一作者 Yuqi Jin

59 杜长大商品猪肌内脂肪含量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南方农业学报 核心 第一作者 高广雄

60 碱基编辑技术在猪基因修饰研究中的应用 广东农业科学 普刊 第一作者 盘家圣

61

Caridina stellata, a new species of atyid shrimp

(Decapoda, Caridea, Atyidae) with the male

description of Caridina cavernicola Liang & Zhou,

1993 from Guangxi, China

ZooKeys SCI 第一作者
Guo-Cai

Guo

62
白术多糖对环磷酰胺诱导的南海麻黄鸡免疫抑制的

调节作用
中国家禽 核心 第一作者 刘美兰

63 牛乳外泌体的分离鉴定及功能研究进展 黑龙江畜牧兽医 核心 第一作者 陈晓林

64 苏氨酸在仔猪生产上的应用研究进展 动物营养学报 核心 第一作者 李耀杰

65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核衣壳蛋白的研究进展 中国动物传染病学报 核心 第一作者 苏朗驹

66
天农麻鸡脂肪沉积候选基因表达水平与腹脂率的相

关性分析
中国畜牧杂志 核心 第一作者 李祥坤

67
不同日龄清远麻鸡生长性状对腹脂沉积水平的回归

分析
中国畜牧杂志 核心 第一作者 谢莉

68

Estimation of genetic parameters for important traits

using a multi-trait model in late-feathering Qingyuan

partridge hens in China

Journal of Animal Breeding and

Genetics
SCI 前三作者 任美玉

69

Influences of Dietary Vitamin E, Selenium-Enriched

Yeast, and Soy Isoflavone Supplementation on Growth

Performance, Antioxidant Capacity, Carcass Traits,

Meat Quality and Gut Microbiota in Finishing Pigs

Antioxidants (Basel) SCI 前三作者 聂小燕

70

Dietary dibutyryl cAMP supplementation regulates the

fat deposition in adipose tissues of finishing pigs via

cAMP/PKA pathway

Animal biotechnology SCI 前三作者 聂小燕

71

Diselenide-crosslinked carboxymethyl chitosan

nanoparticles for doxorubicin delivery: Preparation and

in vivo evaluation

Carbohydrate polymers SCI 前三作者 卢道强

72

Effects of Dietary Tributyrin on Growth Performance,

Biochemical Indices, and Intestinal Microbiota of

Yellow-Feathered Broilers

Animals SCI 前三作者
Gengshen

g Xiao

73
《环境温度对不同油脂配制的母猪预混料氧化酸败

的影响》
畜牧与兽医 核心 前三作者 林国钊

74
Geography,niches,and transportation influence bovine

respiratory microbiome and health(1)

Frontiers in Cellular and Infection

Microbiology
SCI 前三作者 刘鑫婷



75
Gut Microbiota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and Welfare in

Farm Animals: A Review
ANIMALS SCI 前三作者

Shuyan

Luo

76

1,8-cineole and ginger extract (Zingiber officinale

Rosc) as stress mitigator for transportation of

largemouth bass (Micropterus salmoides L.)

Aquaculture SCI 前三作者
Yue

Zhao

77
Adenine base-editing-mediated exon skipping induces

gene knockout in cultured pig cells
Biotechnology Letters SCI 前三作者

Jia-sheng

Pan

78
小檗碱对黄羽肉鸡器官指数、抗氧化能力和肠道免

疫功能的影响
中国畜牧兽医 核心 前三作者 黄凯勇

79 动物毛干纤维物种来源的快速分子鉴定 农业生物技术学报 核心 前三作者 朱飘

表 6 2022年学位点研究生授权专利表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专利号 发明人姓名

1
一株耐乙醇的贝莱斯芽孢杆菌 Huang及其

应用
发明专利 ZL202210677090.2

黄桂东，陈梓琦，任红，钟先锋，

黄芷珊，金钰莹，陈孟鑫，范文

静，卢怀裕

2 一种夹心巧克力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2210570472.5 张英慧 李静

3 一种覆盆子山楂营养果蔬泥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2211027131.X 张英慧 年豆豆 李静

4 豌豆不同组织中的内参基因 TF2A及其应用 发明专利 ZL202210981197.6 刘敏敏 张涵 喻敏

5
一种农业种植中筛选优良种子的农业机械

设备
发明专利 ZL202211122189.2 张玉静，黄丽萍，刘力宁

6 一种智慧农业大棚内用环境监测装置 发明专利 ZL202210802215.X 赵国晶

7 畜牧检测摄像头 外观设计 ZL202230120886.9 郑朝军

8 畜牧围栏 外观设计 ZL202230120883.5 岑明珠 郑朝军

9 一种鸡用带自动加药的饮水装置 实用新型 ZL202220233768.3
刘宇航、冯鑫、李同好、陈晓林、

祝惠、柒启恩、张辉华

10
一种与母猪繁殖性状有关的分子标记及筛

选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 ZL202210235823.7

赵云翔;张瑞琪;马姝;高广雄;李

智丽;周玉;孙艳梅;何健

11 一种红鳌鳌虾的孵化装置 实用新型 ZL202220360878.6 郭国才，王广军，郭照良，梁辉

12 一种基于家禽物理信号控制的投料装置 发明专利 ZL202011221685.4
罗超维，谢卓君，谢莉，李祥坤，

向海

（五）学术交流情况

2022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学位点在学院老师们的大力支持

下仍然开展了 17场线上和线下的学术讲座及 㤡ភ

㘷 ᐾ 䇨䇨
学院 院

䇨䲘



围绕研究生专业的培养展开，拓展学生们的学术视野，进一步丰富他

们的专业知识。

本年度学科成功主办了线上线下 4场全国性的会议，暨“中国预

制食品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福利与健康养

殖分会第五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和“2022 动物精准育种与智慧养殖

国际研讨会”，“2022年广东省研究生学术论坛（畜牧兽医分论坛）”，

本学位点老师和学生在会议上作主题报告 6人次。这些活动对开阔学

生视野和扩大学科的影响力发挥了显著作用。

表 7 2022年学术讲座列表

序号 类型 课程/讲座名称 主讲人 开设时间

1 开设讲座 猪高效育种的理论和实践 刘剑锋 中国农业大学 2022.1.4

2 开设讲座 藏鸡高原低氧适应性微进化机制 张浩 中国农业大学 2022.1.4

3 开设讲座 猪米色脂肪形成的关键基因鉴定 王彦芳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2.2.21

4 开设讲座 益生菌在无抗养殖中的应用 李卫芬 浙江大学 2022.6.16

5 开设讲座
后抗生素时代动物微生态学的研究

与发展
倪学勤 四川农业大学 2022.10.19

6 开设讲座 保持定力，推动学科持续发展 朱砺 四川农业大学 2022.11.6

7 开设讲座 母鸡储精能力研究 李世军 华中农业大学 2022.11.6

8 开设讲座

Gut microbiota as non-invasive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biomarkers

for natural killer/T-cell lymphoma

陈卫华 华中科技大学 2022.11.8

9 开设讲座
影响牛奶品质的消化道微生物与代

谢机制
刘建新 浙江大学 2022.11.23

10
开设讲座

烟粉虱成灾机制的遗传基础 张友军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

花卉研究所
2022.4.21

11
开设讲座 硼的生理功能及与植物生长和逆境

响应的关系

海纳·哥德

巴赫
德国波恩大学 2022.11.22

12
开设讲座 生物刺激剂的应用：如何使它们进

入植物？

海纳·哥德

巴赫
德国波恩大学 2022.12.1

13
开设讲座

植物如何适应养分胁迫？
恩里科·马

蒂诺亚
瑞士苏黎世大学 2022.12.1

14
开设讲座 未来肥料-以磷酸盐再利用为例：评

估及限制条件

海纳·哥德

巴赫
德国波恩大学 2022.12.6

15
开设讲座 植物与植物之间以及植物与昆虫之

间的相互

恩里科·马

蒂诺亚
瑞士苏黎世大学 202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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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讲座
Alternative energy based on

photosynthesis (solar energy: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

Suleyman

I.

Allakhverd

iev

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

夫大学
2022.12.14

17 开设讲座 学科与学位点的初浅体会 谢明勇 南昌大学 2022.1.5

（六）研究生奖助情况

本学位点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主要依据学校整体奖励体系，构建

了以奖学金和助学金为主、层次结构合理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全面激

发研究生科研动力和学习热情，公开、公平、公正地开展各项研究生

奖助评审活动。研究生奖助项目包括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

奖学金、研究生新生奖学金、研究生考取博士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助

学金、研究生学校助学金、研究生成果奖、研究生“三助一辅”、优

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研究生毕业生等。同时完成了学位

点研究生家庭经济状况的全面排查。

表 8 研究生奖助学金情况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年度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

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2022 154.8 258

学校助学金 助学金 2022 83 166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022 153.9 258

研究生考取博士奖学金 奖学金 2022 1.5 3

三助一辅 助学金 2022 6.6 11

2022年在学校党委的领导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研究生奖助工作

开展顺利，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评审公平、公正，研究生

奖助学金发放及时，数据材料报送准确、规范。对家庭经济困难研究

生应助尽助，开通研究生绿色通道。资助种类涵盖奖、勤、助、贷，





位点 2022年共招收 176人，其中畜牧 40人，渔业发展 20人，食品

加工与安全 44人，农艺与种业 40人，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8人，农

村发展 24人。通过专项计划招生（广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粤

港澳联合培养专项）不断拓宽联合培养模式，2022年共获批佛山基

地指标 58人，其中畜牧 20人，渔业发展 9人，农艺与种业 15人，

食品加工与安全 14人，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1人；粤港澳联合培养

指标 22人，其中畜牧 0人，渔业发展 5人，食品加工与安全 17人。

（二）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创新情况

学位点建设一批以高水平学科或学术带头人为核心、中青年骨干

教师为主体，知识和年龄结构合理、创新能力较强的学术团队，只选

择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思想政治素质过硬、技术水平较高、

专业实践能力强、有较高职称或职务的人担任校内/外导师。同时不

断推进“双师型”导师队伍建设，引进具有企业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加入

导师队伍。鼓励现有导师充分利用社会、企业以及行业资源，目前

100%导师具有实务工作经历，50%以上导师具有企业或企业科技特

派员工作经验。在“双导师”制的基础上，提出了“校内导师+校外

导师+基地导师”的导师组制，创新了研究生的培养模式。2022年畜

牧领域新增导师 3人，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 5人，农艺与种业领域 2

人，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13人，农村发展领域 11人。

（三）科学研究的改革创新情况

学位点一直高度重视科研工作,学院克服各种困难,创造条件,努

力搞好科研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2022年度获得纵向项目 38项，横



向项目 22项，共计经费 2088万元。参与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项，7人次分获全国农牧渔业丰

收奖-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一等奖、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产

学会合作创新奖一等奖、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二等奖等奖项。 发

表论文 55篇，获得 6项专利授权。2022年“广东省食品智能制造重

点实验室”取得突破性进展，新获批粤港澳高校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

养健康联盟平台，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的改革创新情况

构建“双创育人工程”思政队伍建设体系，依托广东省网络思政

教育中心和广东省易班发展中心的“双中心”平台优势，实施易班平

台网络思政育人，带领学生参与导师科研项目研究和创业孵化，创新

思想政治实践育人模式。

（五）国际合作交流的改革创新情况

学位点本着“引进来，走出去”的宗旨，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活动，

2022年，由于疫情原因学生出国（出境）交流学习活动主要以线上

方式开展，不断促进与国内外的交流合作，提升国际化水平，从而给

学生创造更优质的学习氛围和更高的国际视野，促进学位点向前瞻的

国际视野、卓越的专业教育品质迈进。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产教融合改革部署、主

动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2022年学位点申请粤

港澳合作招生指标 22个（畜牧领域 0个，渔业发展领域 5个，食品

加工与安全 17个）。并与香港中文大学签署了研究生联合培养协议，



充分发挥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术资源优势，提高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硕士

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深化双方的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

学位点有外籍特聘专家 9名，留学生 3名，一个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另外学位点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开展多方面合作，通过签署国际

合作框架协议、承诺学生交换协议和联合培养博士生等项目开展合作。

目前，双方共同承担国家级合作交流项目两项，广东省项目两项，合

作发表 SCI论文 1篇，合作培养研究生 3名。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2022年完成了农业硕士自我评估总结报告，并组织专家进行了

评议。在评估中，发现了如下问题：

1.特色和优势还需要进一步凝练。

2.现有材料只是对农业硕士学位点一个整体描述，无法体现各领

域的建设情况、特色与优势。各领域培养目标要进一步提炼，且表述

方式要一致。

3.思政教育中应该有具体的课程思政的亮点。思政教育师资力量

指标有待明晰，思政教育中课程开设有待优化。

（二）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本学位点每年对研究生积极开展各项学术论文政策文件解读工

作，包括《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检测办法》、《佛山科学

技学院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修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

则》等相关文件。2022 年本学位点盲审论文通过率 100%，其中优秀



占 10.56%，已授予学位的学位论文在国家或省级抽检中，无不合格

情况。说明本学位点教学质量保持先进水平，论文质量持续向高质量

发展。

六、改进措施

1.加强党建引领，构架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

完善制度设计，以师德师风作为教师评价第一标准，建设导师队伍。

加强立德树人的教育，大力改革传统的课程体系，加强研究生课程思

政的建设。增强研究生教改和思政课题的政策引导，将其纳入工作量

考核，不断加强教学改革。

2.加强招生宣传，通过线上和线下双通道模式，每年至少面向全

国开展 2次大规模宣传。提高第一志愿报考率和生源质量，扩大研究

生招生规模，实现第一志愿报考人数占招生指标 50%以上，招生人数

和第一志愿人数稳步提升。

3.加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持续提高实践基地建设质量，精选规

模大、稳定的企业。

4.进一步探索与港澳和境外高校的长效合作机制。拓宽合作渠道，

不断创新合作模式，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争取新增港澳或国际合作基

地 3-4个，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实现粤港澳联合培养指标落地。

5.加强专业案例课程建设。加大案例课程教学在课程体系中的比

重，有机地将应用能力和职业能力培养融入课程体系。一方面采用农

业硕士培养现有的典型教学案例，另一方面开发质量可靠的教学案例，

增加案例教学奖励机制。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二）学科建设情况
	（四）研究生导师状况
	领域名称
	农艺与种业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位
	是否博导
	备注
	1
	聂呈荣
	教授
	博士
	否
	学术骨干
	2
	曹毅
	教授
	博士
	否
	学术骨干
	3
	喻敏
	教授
	博士
	否
	学术骨干
	领域名称
	食品加工与安全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位
	是否博导
	备注
	1
	曾新安
	教授
	博士
	是
	学术骨干
	2
	刘阳
	教授
	博士
	是
	学术骨干
	3
	黄桂东
	研究员
	博士
	否
	学术骨干
	领域名称
	渔业发展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位
	是否博导
	备注
	1
	于辉
	教授
	硕士
	否
	学术骨干
	2
	杨映
	副教授
	博士
	否
	学术骨干
	3
	陈言峰
	副教授
	博士
	否
	学术骨干
	领域名称
	畜牧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位
	是否博导
	备注
	1
	李华
	教授
	博士
	是
	学术骨干
	2
	李英
	副教授
	博士
	是
	学术骨干
	3
	苟潇
	教授
	博士
	是
	学术骨干
	领域名称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位
	是否博导
	备注
	1
	谢尔盖
	教授
	博士
	是
	学术骨干
	2
	冯英明
	副教授
	硕士
	是
	学术骨干
	3
	宋元鏞
	教授
	博士
	否
	学术骨干
	领域名称
	农村发展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位
	是否博导
	备注
	1
	李锐
	副教授
	硕士
	否
	学术骨干
	2
	钟先锋
	教授
	博士
	否
	学术骨干
	3
	蔡志全
	研究员
	博士
	是
	学术骨干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二）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三）校园文化建设
	（四）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表4  2022年农业硕士核心课程
	表8 研究生奖助学金情况
	1.加强党建引领，构架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完善制度设计，以师德师风作为教师评价第一标
	2.加强招生宣传，通过线上和线下双通道模式，每年至少面向全国开展2次大规模宣传。提高第一志愿报考率和
	3.加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持续提高实践基地建设质量，精选规模大、稳定的企业。
	4.进一步探索与港澳和境外高校的长效合作机制。拓宽合作渠道，不断创新合作模式，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争取
	5.加强专业案例课程建设。加大案例课程教学在课程体系中的比重，有机地将应用能力和职业能力培养融入课程

